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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已於103年11
月28日由教育部發布，

自107學年度起，

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
起，逐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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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核心素養(literacy) ?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跨領域)

「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
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重情境脈絡)

核心素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並與「自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相連結，

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參與」等三大面向



核心素養的特性
1. 「核心素養」除了重視知識、技能之外，亦強調情意態
度的層面。

2. 素養可界定為「knowledge × experience × power 
ofudgment」

3. 素養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質，並不以單一領域為限。

4. 素養的學習並非靜態的、單向性的接收，更重要的是

5. 「透過力行實踐」的學以致用。

6. 素養在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並使其成為終身學習者。

摘自 范信賢導讀12年國教課程改革的DNA



課程願景：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

5

秉持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透過與生活情境的結合，

學生能夠理解所學，進而整合和運用所學，

解決問題、推陳出新，成為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總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內涵



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

係指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結合各領域/科目理念與目標後，

在各領域/科目內的具體展現。

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可考量其領域/科目的獨特性或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學校類型的差異性而加以發展，不必涵蓋核

心素養或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的所有面向。

領域/科目核心素養的設計是兼顧進階性的概念（依教育階

段循序設計，垂直的關係）與衍申性的概念（依不同領域/

科目之內涵來衍申與呈現核心素養，水平的關係）。



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與方法(一) 

（一）不僅教知識也要教技能與情意

教師應調整偏重學科知識的灌輸式教學型

態，可透過提問、討論、欣賞、展演、操作、

情境體驗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

創造與省思，提供學生更多參與互動及力行實

踐的機會。





「這是誰做的？」

「誰是罪魁禍首？」



歷史學者通常會問：
「這件事如何形成？」

「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某人或某個因素在事件中的作
用和影響是什麼？」

東吳大學 林慈淑教授



1988年10月12日

宏都拉斯 舉行歷史審判

who?



種族屠殺
販賣奴隸
強姦
侵佔等罪行



（二）不僅教結果也要重視學習的歷程與方法

學校教材之設計，除了知識內容的學習之

外，更應強調學習歷程及學習方法的重要，以

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



（三）不僅教抽象知識更要重視情境學習

學生能主動地與週遭人、事、物及環境的互

動中觀察現象，尋求關係，解決問題，並關注

在如何將所學內容轉化為實踐性的知識，並落

實於生活中。







（四）不僅要在學校中學習更要能夠落實於社會行動

1.核心素養係能促進個人在多元的情境或社會領域中
更有效率的參與，並且增進個人成功的生活及健全
社會發展的能力。

2.以社會領域教學為例，

除了課本知識的學習之外，

應培養學生具備對道德、環境與公共議題的思考

與對話素養，也應鼓勵學生主動參與各種環境保育

活動與社會公共事務。



19

從總綱到領綱：核心素養的轉化



主題-探究-表現
(教育即生成及創造)

目標-達成-評量
(教育即生產及績效)

核心素養引領的教與學面貌



素養導向課程之原則

整合知
識技能
與態度

情境化
脈絡的
學習

學習歷
程方法
與策略

實踐力
行的表
現

參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
社會領域
歷史科教學模組研發

歷史文本閱讀引入歷史教學，
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



不是成功在望，而是危機四伏
～鄭成功決戰荷軍遇到什麼難題？

歷史科教學模組 教學設計



教科書的描述：歷史是一種線性式發展？

以「統治政權」為原則的觀點

「事件」的發生都是「自然而然」
或是「理所當然」的



教學設計目的

探究核心：以鄭成功與荷軍的這場關鍵戰役，
探討1661年4月至1642年2月這歷時九個月中，
鄭成功攻台戰爭所面對的困難

呈現歷史事件或現象的多重因果關係，也同
時展示歷史發展的曲折與複雜

破除學生以為事件發生都是自然而然或輕而
易舉的刻板印象。



教學模式

以「探究式學習」為核心的教學模式，
設計的重心是藉由「問題」來引發學生
探究的動機。



教學流程1
教學活動 備註

教師說明攻台
背景情境

讀地圖
介紹大事紀

時間 鄭成功攻臺事紀

1661年4月21日 鄭成功發兵攻臺

1661年4月30日 成功登陸鹿耳門，擊退荷
蘭海陸軍

1661年5月 普羅民遮城投降，包圍熱
蘭遮城

1661年5月25日 圍攻熱蘭遮城失敗，撤回
普羅民遮城

1661年8月12日 荷蘭援軍來襲

1661年9月中 擊退荷蘭援軍的反攻

1661年10月1日 圍攻熱蘭遮城失敗

1662年2月1日 荷蘭人獻城，撤離台灣



教學流程2

教學活動 備註

閱讀資料⼀
與回答想⼀
想

發資料⼀與學習單
學生(個人或小組)資料1-2，
介紹稜堡的功用與威力
劃關鍵句，填寫學習單第5題

想一想：根據這位歷史學家的分析，鄭成功
大軍圍攻熱蘭遮城可能會遇到什麼難題？



資料⼀：熱蘭遮城的防禦
1-1 ：現代歷史學者歐陽泰的分析改寫

鄭軍在中國攻城的方式是先轟掉城垛，迫使守軍沒
有掩蔽物，且無法在城牆上對外射擊或對鄭軍拋擲石塊、
死狗、糞便，而攻城的士兵就可以爬上城牆或撞破城門。
但熱蘭遮城與中國城牆不同——堡壘角落設有突出的
「稜堡」，像是充滿威脅的大箭頭。每個稜堡可相互支
援掩護，若有軍隊嘗試攀牆或衝撞城門，必然遭到上下
左右交叉火力痛擊。所以要攻下熱蘭遮城，只能採用長
期耗損對方軍力或讓守軍缺糧，直到最後不得不投降。



資料⼀：熱蘭遮城的防禦
1-2：熱蘭遮城復原圖，圈處為稜堡

城垛



教學流程3

教學活動 備註

閱讀資料二
與回答想⼀
想

發資料二
學生(個人或小組)劃關鍵句
填寫學習單第5題

想一想：根據鄭成功部屬阮旻錫的回憶，
來台的官兵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5. 請從資料⼀到資料四中，找出鄭成功⾯對的難題，
並寫下證據來源。

編號 難題 證據來源

一 ooo 資料一

二

三



資料二：鄭成功部屬 阮旻錫 的回憶

自從來到台灣後，水土不服，上吐下瀉發
燒這些症狀不斷蔓延，部隊裡有七八成的士兵
得病，死了好多人。而且鄭成功用嚴厲的軍法
要求部隊，只要違犯了軍令或是惹怒他，就會
被殺。人人心生恐懼，將領也紛紛想要離去。



教學活動 備註

閱讀資料三
與回答想一
想

發資料三
學生(個人或小組)劃關鍵句
填寫學習單第5題

教學流程4

想一想：根據楊英的記載，鄭軍當
時遇到什麼問題？這對攻打熱蘭遮
城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資料三：鄭軍負責糧食的官員 楊英
的記載

永曆十五年（1661年）9月，廈門的運糧船仍然
未到。官兵只能以野果充飢。鄭成功擔心再沒有糧
食，官兵就會叛逃。他交代我前往鹿耳門守候運糧
船，同時若有其它船隻來到，就將他們全部的糧食
買下來，再分配給官兵。

到了10月中，我奉命押送廈門來的運糧船前往
台灣中部補給，我發現當地因為糧米青黃不接，官
兵每天只能吃二餐，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士氣低
落，哀號不斷。



教學活動 備註

閱讀資料四
與回答想⼀
想

發資料四
學生(個人或小組)劃關鍵句
填寫學習單第5題

教學流程5

想一想：根據菲力普．梅的日記，
鄭軍和某些原住民衝突，這對攻打
荷蘭人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資料四：為鄭成功工作的荷蘭測量師
菲力普‧梅 的日記

六月初，鄭軍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派去北邊各村
社，另有五、六千人被派去南邊各村社。他們用武
力強迫原住民款待。他們很勤勞的種植番薯，以便
需要的時候可以代替稻米……

……七月底，在台灣中部的原住民，無法再忍
受那些自己上門做客，粗暴無禮的中國人，幾個村
社結合起來，趁夜間中國人休息時候突襲，殺死鄭
軍一千四、五百人。在(台灣)南邊，也有七、八百
名官兵被琅嶠(恆春)的原住民殺死。



6.根據資料三和資料四，鄭軍曾經用那些
方式解決糧食問題？

任務1



7.請跟同學討論，找出
鄭成功面對的難題最難解決的是哪一項？
理由為何？(依據資料來說明)

任務2



8. 許多問題和困難往往會相互牽連，所
以歷史學家的工作之一是去解釋某些難題
之間如何相互影響。

請你試著思考並說明：那些困難會有關連
性、它們又如何相互影響？

挑戰



請問此教學設計可以培養學生
那些能力？

預計使用多少時間？



整合知識技能
與態度

情境化脈絡的
學習

學習歷程方法
與策略

實踐力行的
表現



歷史教育要教什麼？

認識歷史的複雜面


